
2014年11月24日 星期一 报料电话：5200110 读枣庄·民生 09本版编辑/任翔

婚庆公司不开发票成“行规”
律师：拒绝出具发票属违规行为

购物索要发票是

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可是家住市中区名仕

绿茵园的赵先生在向

某婚庆公司索要发票

时，与对方产生了争

执。近日，记者走访发

现，除了新人索要发票

意识淡薄外，婚庆公司

不给新人提供发票已

经成为“潜规则”，有些

公司甚至明确表示，如

果需要开具发票，就得

补交至少三个税点。

“我家孩子 11月 8日结的
婚，因为不想让婚礼有遗憾，
就选择了市区一家稍具规模
的婚庆公司，婚礼当天，婚庆
公司忙前忙后让我们一家很
满意，可当我付了账想索要发
票时，工作人员十分不情愿，
一会儿推三阻四说已经用完，
一会儿又百般刁难。”近日，市
民赵先生颇为烦恼：“既然我
选了你家的婚庆服务，怎么就
不能开发票了？平时买个灯
泡都能开具发票，我这两万多

花出去了，要个发票竟然成了
‘难事’，工作人员当即嘲讽我
不说，还声称从来没听说过婚
庆公司给顾客开具发票的，不
一会儿店家又以开具发票需
要补交至少三个税点为由拒
绝了我的要求，这也太过分
了！”记者见到赵先生时他拿
着婚庆公司提供的收据踱来
踱去。

随后，记者跟随赵先生一
起找到该婚庆公司，工作人员
给出的答复是：“发票只适合

报销时使用，像婚庆公司提供
的婚庆服务属于个人行为，在
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提供发
票，如果客户执意要开具发
票，我们也会为其提供。”但当
记者询问开具发票需要什么
条件时，该工作人员径直走开
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像赵
先生这样的遭遇不少市民都
遭遇过，只是多数市民不愿过
多计较，消费者向婚庆公司提
出开具发票的请求时，婚庆公
司和消费者也是各执一词。

18日，记者在市中区解
放路某婚庆公司内随机采访
了5位市民，他们均表示，自
己没有向婚庆公司索要相关
发票。“给不给发票都无所
谓，有收据也不怕他抵赖不
认，我们只是提前交了部分
订金，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少不了要扣些‘尾款’，再说
了，即便拿了发票也没处报
销，还是当废纸丢掉，倒不
如给点‘小礼品’来得更实
在。”其中一位陶姓受访者表

示。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多
数市民支持陶先生的观点，
但也有个别市民坚决表示会
向商家索要发票，市民周先
生就是其中一位，“花了钱，
凭嘛不要，再说，索要发票
又不只是用作报销，也是支
持国家税收的责任。”周先生
愤愤地表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
少新人认为发票只是用来报
销的凭证，如果没有地方报
销或者报销不了还是等同于

废纸一张，而这一情况，在
市区很多婚庆公司、婚庆摄
影公司等处都可以碰到，几
乎成了“业界”的普遍做
法，市区一些正规的婚庆公
司会按照消费者的需求提供
相应的发票，而一些中低档
次的婚庆公司不给提供发票
就成了不成文的行规，对于
一些商家来说，能少开一张
发票，就意味着有可能少纳
一些税。

针对婚庆公司要不要提
供发票一事，记者咨询了市
中区文化路律师事务所的王
律师，他表示，向商家索要
发票是消费者的正当权利，
商家无权干涉，再者，商家
向消费者提供发票也是其应
尽的义务，拒绝出具发票的

行为属于明显的违规。另
外，商家不给消费者开具发
票不仅会造成国家税收的流
失，也会给消费者的维权带
来麻烦，如果消费者遇到商
家不给提供发票的情况，可
向税务部门投诉。根据《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一

条的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
商品和服务，应当按照国家
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
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
据；消费者索要购货凭证或
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
出具。

（记者 张莉萍）

婚庆公司只提供收据

不开发票为避税

律师：提供发票是商家的义务

“我这饭店开了两年多了，生
意还不错，除了村里众乡邻经常光
顾外，主要的顾客还是大学生。”近
日，在枣庄学院后面的美食一条街
上，郭村村民董女士介绍道。近年
来，这条美食街逐渐发展壮大，百
余家店铺从南到北延绵数百米，在
方便了大学生吃住行的同时，村民
们也得以靠此发家致富。

据了解，这条美食街处于枣庄
学院西北部墙外，属于齐村镇郭
村，原来只是一条和学院毗邻的普
通村间道路，脏乱差的情况可想而
知。大概在十多年前，有经济头脑
的村民从学院扩招扩大上看到了商
机，开始在这条街上摆摊做生意，
但无非是些小本买卖，如卖些小食
品、水果等，规模并不是太大，但
却极大地方便了学院学子们购物。
后来随着购物的学生越来越多，许
多沿街居住的村民便将房子稍作收
拾，改造成店铺、摊位，做起了生
意。而这生意越做越红火，除了众
多的村民加入其中外，还吸引着周
边的村民，甚至连城里的市民也前
来租房开店。原来普普通通的一条
乡村道路，现如今早已变成了红红
火火的美食一条街。

记者近日前去采访时恰逢中午
时分，这条街上挤满了购物、吃饭
的学生，使街道略显狭窄、拥挤。
记者看到，这条街从南到北，道路
两旁满是店铺，菜煎饼、豆腐脑、
烤鱿鱼等风味小吃饭香袭人，许多
学生在摊位前排队等候。郭村村民
李恒文正和妻子守在五盘鏊子前，

烙制菜煎饼，忙得不亦乐乎。他告
诉记者，他们两口子从事这个行当
七八年了，也就是中午这阵子忙
活，在家门口做生意啥都不耽误，
收入不比打工差。学生们大都吃过
他们的菜煎饼，在学院只要一提五
盘鏊子，大家基本上都知道。这
不，夫妻俩五盘鏊子连轴烙菜煎饼
还是供不应求，学生们都得耐心等
上一阵子才行。大二学生小王告诉
记者，虽然学校食堂的饭菜也不
错，但她和同学们还是喜欢隔三差
五的走出校门，到这条美食街上

“拉馋”，每一次花钱不多，却能品
尝到好多种的美食，同学们课余时
间都喜欢到这道街来转转。

郭村村民董大姐利用自己家的
房子，在楼下开了饭店，楼上是旅
店，夫妻俩既当老板又是厨师、服
务员，价格不高的庄户菜和清洁卫
生的住宿条件，很受学生及家长的
青睐。她告诉记者，几年前看到不
少学生家长们来校时没地方吃住，
感觉为学生们服务是个商机，保准
能挣钱。就和爱人商量，利用自家
的闲房子，开起了饭店和旅店，开
业后生意很不错，现在好多村民都
模仿他们家的经营模式，同样是赚
了不少钱。董大姐说，村民们朴实
的性格，热情的服务，很受大学生
们的欢迎，彼此相处得很是融洽。
村民们获得了收入，学生们得到了
方便与实惠，这也是这条美食街越
来越红火的主要原因。

（记者 孔浩 文/图）

学院后街成美食街
学生常光顾 村民发家致富

开发票？
没门！

能开张
发票吗？


